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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读周

刊微信公众号，“好书品读”重点打

造月度书榜、月度童书榜、月度绘本

榜、月度科普书榜，为读者推荐近期

精品新书。各榜单与优秀畅销书排行

榜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希望能为读

者带来全方位、各具特色的图书推

荐，敬请关注。

好书品读月度书榜（5—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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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画作，特别是人物画像，
不仅是艺术瑰宝，也是一种图像形式的
中华文明史。

在中国古人眼中，历史人物画像从
来都不是人物的相片，而是一种历史文
化的可视化载体，包含着与此人物有关
的历史文化贡献，甚至丰富多彩的人生
经历、思想观念和生活态度。

古人对历史人物的画像创作方式，
就是以人物形象为载体，艺术创作为手
段，通过人物画像的形式来达成和实现
六大主要功能：历史记录，文化沿承，思

想传播，政治教化，祈福辟邪，宗教信仰。
这也是古人孜孜不倦地进行人物画

像创作的根本目的。这六个根本目的，
反过来又决定了古代历史人物画像的一
个主要特征——定式化。

古代绘画很难仅通过外貌形象来界
定和区别人物身份。不同时代的画家怎
么把一个人物统一为一个共同的形象主
体，从而令其具有持久的识别度呢？

实际上，中国古代画家们对历史上
重要的仙凡人物都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并进行了精准的人文特征提炼。不仅描
绘其外貌形象，而且强调其文化形象与
历史形象，因为一个人的历史文化形象
是相对确定的。

千百年来，古代画家们逐步形成了
对不同人物形象的特定表现方法。他们
往往会采用三种手法。一是根据史料，
把人物的外表形象脸谱化，突出其外貌
特征。二是着重描绘象征人物历史文化

功绩的事物。三是附加上与人物的某一
项专长或者爱好有关的道具、工具、器
具。这三种手法融为一体，就基本形成
了某一个历史人物形象的审美定式。

这种定式化，既是审美的定式，也
是文化的定式。审美定式是指人物样貌
装束、行为举止以及环境场景等艺术表
现特点具有一致性。文化定式是指人物
形象所包含或代表的各种人文信息是相
对固定的。也就是说，古代历史人物画
像是审美定式和文化定式的结合，内涵
非常丰富，也有很强的叙事性。

古代人物画只有通过这种定式化的
表达，才能便于批量复制，便于识别人
物，便于信息解读，从而更好地发挥其
六大功能，走向大众。

能够流传千古的历史人物形象，其
内涵都是极其丰富的。这些人物的内在
定位和外在形象都要经过长期的精心打
磨，以符合礼制的要求。在本书的各章

节中，我们主要依托于现今留存的古代
人物画像，以其为主要分析线索和串联
纽带，研究古代人物形象的创作思想和
表现手法，并摸索他们在历史文化层面
的相互关系，尽可能地破译还原这些古
代人物画像背后的人文信息，以回答人
们在这个领域的一系列疑问。比如：三
皇初祖遥不可及，史料稀缺，古人如何
确定他们的形象？伏羲和神农头上为什
么都要长角……

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和探索，形
成了本书的基本结构。至于其中蕴含着
怎样的奥妙，跨越时空的不同人物形象
之间又存在着哪些千丝万缕的关系，就
请进入书中寻求答案吧。

《古画照相馆：中国画里的经典人
物造像》

王三悟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25年5月出版

图像形式的中华文明史
□王三悟

六百多年前的一声婉曲雅韵的昆
腔，在优美多情的水乡大地上振聋发聩
时，有人就将它融入吴歌造梦的帆影间
的人间烟云之中。之后，经数百年的游
丝水磨之旅，落定姑苏幽幽庭院的贵族
雅堂的喜怒哀乐之中，并由一代代高人
艺匠的身范立志，从此独立于百花争艳
的兰园之中，便有了数百年不衰的筚路
蓝缕、春华秋实。

“苏昆”，不是一个简单的名称，有
它的历史和变迁，从最初的“苏州昆剧
传习所”，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江苏省
苏昆剧团”，再到21世纪之初的“江苏
省苏州昆剧院”，“苏昆”成为一种历史
和文化现象……

2001 年 5 月 18 日，昆剧历史上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发生了：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全票通过，将中国昆曲列
入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
作”名录。

一个沉寂而苦苦挣扎的古典戏曲，
获得世界的关注与认可。然而也有人怀
疑：“几经劫难又几经复生的昆曲艺
术，在寥寥可数的演出场次、演出剧目
和观众中，还能重新焕发绚丽的生命之
光吗？”

古老的剧种是否真的能焕发新的生
命之光呢？

“崇文、融合、创新、致远”的苏
州城市精神，以及姑苏大地上一批敢于
开拓的实干家，让这部古典戏剧焕发了
新的生命力。于是，就有了 2003 年 9
月，白先勇先生亲自操刀、两岸艺术名
家通力协作、苏州昆剧人全力以赴的

“青春版”《牡丹亭》剧目，在苏州正式
签约的历史性事件。

苏州昆剧院开始“出海”了——他
们扬起的帆，从此再没有收过，一路远

行，一路高歌……
这是无法想象的事实。
这是当今世界艺术界难得一见的

景象。
2004 年 4 月 29 日，苏昆的青春版

《牡丹亭》 首次赴宝岛演出，结果大
获成功，令苏昆人跟台湾戏迷们热泪
奔涌……

回到苏州，苏昆人开始琢磨如何
打响大陆首演的第一枪，几经讨论，
几番筹备，终于选定了一条别出心裁
的昆曲“校园路线”。他们首先尝试着
到本城的苏州大学“来一场”——让
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场大学生竟然

“疯狂地爱上了 《牡丹亭》 ”。蔡少华
老院长描述当时的情形时，依然心潮
澎湃。

从 2004 年到 2024 年，苏州昆剧院
的青春版 《牡丹亭》 整整走过了二十
年。2024年3月，青春版《牡丹亭》迎
来了二十周年纪念巡演，从高雄出发，
再到新竹，最后在台北登场，又回到了
首演的舞台，依旧是原班人马，依旧是

青春的颜色。
一台完整的青春版《牡丹亭》，需

要三个夜晚，每晚三个小时左右才能演
毕。这令我暗惊：此生从未在剧场一连
看九个小时的戏曲，我怀疑自己能不能
坚持到底。

后来，我坚持了，坚持到了底。
并且一场比一场入戏，直至不能

自拔……
不得不惊叹一个事实：这戏极其成

功，它的魅力超乎想象。
我明白了，为什么是“苏州”，为

什么“昆曲之命便是苏州之命”，为什
么苏州从来都是“温山软水”，为什么
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爱情故事可以在苏州
这片土地上永恒长驻，为什么苏州诞生
了经久不衰的青春版《牡丹亭》……

因为苏州不仅美，不仅温情，而且
青春！

《青春“牡丹亭”》
何建明 信世杰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5年6月出版

古老剧种焕发生命之光
□何建明

40 年来，我国极地事业实现了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性

跨越，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科研成果，彰显了中国在极地科学探索
领域的实力与担当。

由科技日报社新闻部总监、高级记
者陈瑜创作的《筑梦极地四十年》，全
面梳理了中国极地科学考察事业的辉煌
历程。作者以质朴的文字，生动讲述了
在极端环境下，一代代科研人员以国家
需求为己任，勇攀科学高峰、抢占科技
制高点的感人故事。翻开这本书，就好
像踏上了一段跨越时空的极地远征。

徐冠华（中国科学院院士）：本书

以开阔的视野回溯了中国极地事业从无
到有、由弱变强的历程，以感人的笔触
致敬了中国极地科考工作者的艰苦卓
绝，读后让人感到振奋和鼓舞。

刘嘉麒（中国科学院院士）：作者以亲
身的经历和多彩的照片，将神秘的冰雪世
界和地球极端的自然景观呈现在世人面
前，让人心旷神怡，没有去过极地的人也
会感受到极地科考的独特魅力和价值。

崔向群（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
极地科学考察的 40 年，也是中国向海
洋强国迈进的 40 年。本书以翔实的史

料与动人的笔触，展现了我国从极地边
缘参与者到规则制定者的蜕变之路。

尹传红（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
长）：地球南北极秘境风貌、神奇事物
的精彩书写。中国科学家探索奋斗、科
考征程的深情回望。自然科学与人文历
史融合，理想与现实交汇。欣赏极地壮
美画卷，请读《筑梦极地四十年》。

《筑梦极地四十年》
陈瑜 著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25年6月出版

书写极地科考辉煌篇章

朱自清去世快八十年了，仍然被
人记得，他的诸多名篇也被人诵读
着。2025 年初夏，由朱自清研究专家
陈武历时十余年精心撰写的传记 《朱
自清大传》 出版，经朱自清之子朱思
俞、之孙朱小涛亲自审定，以“编年
史般的严谨脉络”，串联起朱自清五十
年人生轨迹。

《朱自清大传》的创作本身就是一
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作者陈武自
2000 年投身朱自清研究领域，沉淀二
十余载，倾注十余年心血方完成这部著
作。书中近百幅珍贵史料图片与翔实文
献相互印证，构建起立体的历史空间。

传记以时间纵轴为经，将朱自清的一生
划分为六个清晰阶段：海州童年、北大
求学、江南执教、清华深耕、联大烽
火、重返清华。又以精神成长为纬，编
织出传主诗人、散文家、学者、教育
家、民主战士的多重身份光谱。

书中翔实记录了《背影》《荷塘月
色》等经典作品的诞生过程。令人动容
的是，作者对创作细节的挖掘——为验
证《荷塘月色》中“月夜蝉鸣”的描写
是否符合科学真实，朱自清专门请教昆
虫学家并多次实地考证。

传记用丰富史料展现朱自清在清华
大学二十余载的执教生涯：担任中文系
主任十六年，开设十六门课程。即便选修
课仅有王瑶一名学生，他依然倾注全部
心血授课。西南联大时期，他于轰炸声中
坚持教学，在茅屋校舍里守护文化火种，
烽火岁月里的朱自清形象尤为感人。

书中没有回避朱自清作为普通人的
生活重担——养育八个子女的艰辛，首
任妻子武钟谦因操劳早逝的悲痛，与第

二任妻子陈竹隐共同支撑家庭的坚韧。
这种对伟大与平凡双重性的真实呈现，
使传记具有直抵人心的力量。

传记还重现了名人之间文化交往的
生动场景：朱自清与丰子恺的艺术对
话，和叶圣陶的思想碰撞，同闻一多的
学术切磋，这些交往轶事构成了一幅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群像图。

朱自清身上凝聚了中国知识分子
“清”的精神气质——清正、清苦、清
介。作为八个子女的父亲，他在战乱年
代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将家庭责任与
文化使命一肩承担。朱自清对教育的坚
守也令人动容——当战火中的课堂只剩
一名学生，他依然郑重授课。这种在困
境中对精神价值的坚守，恰好说明了

“教育”的本义。
《朱自清大传》不仅是一部翔实记

录朱自清生平轨迹的史传，更是一曲为
现代知识分子风骨与灵魂所作的深沉咏
叹。它穿透了“散文大家”“清华名
师”等世人熟知的标签，以饱蘸情感与

敬意的笔触，深入朱自清那温润如玉又
坚韧如竹的精神世界。

这部传记的价值，不仅在于它为我
们呈现了一个立体、饱满、有血有肉的
朱自清，更在于它通过这一个体生命的
轨迹，映照出整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
神图谱。《朱自清大传》成功捕捉到了
这种张力：一个温和、谦逊甚至有些
拘谨的学者，如何在日常的教书、写
作、家庭责任中，在国难当头的危局
里，将文人的柔韧内化为一种不可摧
折的刚性力量。

《朱自清大传》最终超越了对一位
文学大家的致敬，成为一场跨越时空的
文化传承。正如朱小涛所言，祖父的生
命虽短暂，但“弦歌不辍，风骨长
存”——这八个字，可能正是朱自清对
当下的最大意义。

《朱自清大传》
陈武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25年6月出版

弦歌不辍 风骨长存
□杨早

■书事


